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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竞赛技术文件制定依据 

本项竞赛技术文件按照《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  自治区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 自治区总工会关于举办 2022年全区住房城乡

建设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的通知》（桂建工〔2022〕2 号）和《广西

壮族自治区职业技能竞赛管理暂行办法》有关规定要求，参照《建

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》GB/T51212—2016、《建筑工程设计信

息模型制图标准》JGJ/T448—2018 等相关规范和标准为依据，结

合企业及行业实际情况，适当增加新知识、新技术、新技能等相

关内容，由竞赛组委会统一组织专家制定。 

二、竞赛内容、方式和成绩计算 

（一）竞赛内容 

本次竞赛参照《国家职业技能标准——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》

（2021 版）二级/技师的技术要求，按照行业规范及标准，并结合

住房城乡建设行业发展对高技能人才以及新技术、新模式、新功

能的要求进行命题，包括理论知识考试和实操技能考核两部分，

均由参赛选手独立完成。 

（二）命题参照法规和标准 

1．《国家职业技能标准——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》（2021 版） 

2．《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》GB/T51212—2016 

3．《建筑信息模型施工应用标准》GB/T51235—2017 

4．《建筑信息模型分类和编码》GB/T51269—2017 

5．《建筑信息模型存储标准》GB/T51447—2021 

6．《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》GB/T51301—201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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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．《建筑工程设计信息模型制图标准》JGJ/T448—2018 

8．建筑和市政领域其他相关国家法规、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

等 

（三）竞赛具体内容 

理论知识考试主要考核建筑信息模型建模及应用全流程中涉

及的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和行业专业知识等，检查建筑信息模型

从业人员必备知识的掌握情况。实操技能考试要求选手根据能力

要求和考核范围自行备赛，比赛当日抽签选择一套试题进行考核。

考核内容涵盖建筑、结构、机电等工程专业相关模型创建和信息

录入等软件操作内容。 

（四）计分权重和考核时间 

本次竞赛理论知识考试采取书面闭卷形式进行，共 100 题，

其中包括 60 道单项选择题（每题 1 分）和 20 道多项选择题（每

题 2 分），总分 100 分，成绩占比 30%；实操技能考核共有 3 道题，

总分 100 分，成绩占比 70%。具体见下表： 
 

总分 
竞赛模块 竞赛内容 评分方式 考试（操作）时间 

分数 权重 

1 
理论知识 

考核 
机器阅卷评分 1 小时 100 30% 

2 
实操技能 

考核 
裁判评分 6 小时 100 70% 

合计 7 小时 100 

 

三、命题原则 

按照《国家职业技能标准——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》（20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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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）、《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》（GB/T51212—2016）等中的

应知、应会范围命题。注重基本技能的熟练操作能力，体现现代

技术，紧密联系生产实际，考核本职业岗位操作者的综合能力，并

对全区工程勘察一线操作人员技能水平的提高起到示范指导作用。 

四、试题范围、类型及其它 

试题范围以理论+基本知识+专业知识，实操以技能操作为主，

在实际操作竞赛过程中对操作进行考核。 

（一）理论知识考试范围 

《国家职业技能标准——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》（2021 版）、

《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》（GB/T51212—2016）、《建筑信息

模型施工应用标准》（GB/T51235—2017）等相关内容。试题类型

为单选题、多选题。 

（二）实操竞赛内容 

由竞赛组委会组织专家参照竞赛标准命题，以现场实际的操

作方式进行，选手按赛场任务书完成建筑信息模型（BIM）的实

际操作。考核内容涵盖建筑、结构、机电等工程专业相关模型创

建和信息录入等软件操作内容。 

（三）评分标准 

竞赛评分遵循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由裁判员依据竞赛规则开

展技术准备和评判等工作。 

1.评判方法 

理论知识考试由机器阅卷评分，如答错按照试题分值扣分。 

实操技能考核由裁判员根据每道题目的评分规则进行评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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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有错漏按照评分规则扣分。裁判员三人为一组，按照规则和分

工各自单独评分后以组为单位汇总成绩，所有成绩需由评分裁判

和裁判长签字确认。考核内容和分值权重如下表： 
 
序号 考核内容 分值权 

1 项目准备：建模流程规则完整清晰，正确理解图纸做到图模一致。 5 

2 
模型创建与编辑：完整创建参数化图元，并制作自定义参数化族。对参

数化族或构件编辑修改，添加参数，设置材质，功能拓展等应用。 
20 

3 
模型更新与协同：对完成的模型进行合规性检查，能对构建的模型进行

拆分及整合。 
10 

4 

专业应用：完整创建建筑，结构，机电等专业的模型。在设计阶段进行

碰撞分析，模拟分析，管线综合，净高检查等应用。在施工阶段进行机

电深化设计，施工工序模拟，统计施工工程量，机电管线排布，施工模

拟动画等应用。在运维阶段完整创建设备信息。 

50 

5 成果输出：进行精细化渲染及漫游，编制检查报告及出图。 10 

6 培训与指导：完整制定建筑信息模型数据应用方式。 5 

 

2．成绩计算 

按照总成绩高低进行排名，不设并列名次。 

按照 3（理论）：7（实操）的权重合并计算参赛选手个人总成

绩。个人总成绩相同时，实操成绩高者排前；实操成绩仍然相同

时，则以实操完成时间短者排名靠前；实操完成时间仍然相同时，

加赛理论知识考试。 

五、竞赛场地设施与材料准备 

（一）赛场规格要求 

本项目的竞赛场地面积应不小于 40m×20m。竞赛工位单个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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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 1.3m×1.3m，数量应不少于参赛选手数量，并至少有 2 个备用

工位。赛场配备符合国家健康与安全法规要求的空调系统，配备

电子监控系统，赛场周围要设立警戒线，防止无关人员进入发生

意外事件，警戒线距离竞赛工位边缘至少 1 米。每个工位配备一

包纸巾、1 只铅笔和 3 张 A4 白色普通复印纸。通常情况下：未明

确在选手携带工具清单中的，一律不得带入赛场。另外，赛场配

发的各类材料选手一律不得带出赛场。 

赛场配备竞赛所需文具和设备，并设置全程监控设备。实操

技能考核赛场每个工位配置符合竞赛要求的电脑 1 台，建模软件

为单一品牌。电脑配置如下表： 
 

电脑配置 备注 

CPU:I7-9700 

内存：16G 

显卡：GTX1660s 2GDDR5128bit 

硬盘：256G 固态硬盘+1T 机械硬盘 

显示器：双屏液晶显示器 

本表设备参数为基本配置，电脑配置相
当或不低于。 

 

（二）竞赛软件 

Revit2020，naviswork2020，FTP，AutoCAD，CAD 看图，WPS。 

六、竞赛规则 

竞赛相关人员均需严格遵守比赛纪律，服从竞赛组委会安排，

如有违规行为，视情节轻重依法依规处理。 

1．根据组委会安排，选手赛前熟悉场地和设备、进行检入、

抽签确定竞赛工位、进行比赛等。除携带工具清单明确由选手自

带的设备外，其他任何具备录音、摄像和存储的设备或其他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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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备一律不得带入赛场。 

2．比赛期间，选手间不得进行任何关于赛题方面的交流，遇

到问题可举手向监考员反映。未经同意，不得将食物带入工位。 

3．裁判长宣布竞赛开始后方可答题，裁判长宣布比赛暂停或

发出结束比赛的讯号后，选手应立即停止答题，否则作违规处理。 

4．对考试开始 15 分钟后尚未到达赛场的选手，视为自动放

弃参赛资格。选手中途自行放弃比赛的，应向监考员提出，并经

裁判长同意，由选手本人签字确认后，方可离开赛场。 

5．赛场配发的各类材料，选手一律不得带出赛场。 

七、技能操作比赛内容 

（一）基础建模技能 

1．建模准备工作：能够掌握项目信息的添加、项目视图、项

目浏览器组织、项目命名、楼层命名、视图命名的方法。 

2．基准图元创建：能根据专业需求，创建符合要求的标高、

轴网、项目基点等空间定位图元和其他基准图元。 

3．各专业建模工作：能使用建模软件创建建筑、结构主体和

附属构件；创建水系统、风系统、电气系统管路构件和附属构件；

创建楼地面和门窗构件、吊顶构件、饰面构件、幕墙构件、厨房、

卫生间、家具及其他装饰构件，模型符合规范要求，精度满足施

工或预制加工要求。 

4．参数化建模工作：能够对参数化模型的构建准确，平立面

符号表达符合规范要求、各个视图显示方式及尺寸、材质等各类

参数进行定义、关联、驱动设置。 



 

 — 7 — 

5．模型整合工作：能够将各专业模型整合，原点到原点导入

且位置一致，标高对齐，各专业之间无明显碰撞。 

（二）基础应用技能 

1．碰撞检查：能够对各专业模型进行碰撞检查，并优化管线

排布。 

2．净高分析：能够对指定区域做净高分析，并优化管线排布。 

3．工程量统计：能够对各专业做工程量、材料表等的清单

统计。 

4．出图：能够对全专业图纸（指定区域）需满足施工图深度

要求出图。 

5．视点表现：平立面、剖面及重点部位的视点表现。 

（三）深度应用技能 

1．支吊架布置：能够对指定区域机电管线做支吊架等方面的

设计、布置。 

2．参数化设计：能够对指定区域做参数化等方面的设计应用。 

3．装配式应用：能够对内隔墙、墙面装饰及围护结构等做相

关装配式应用。 

八、其他 

（一）竞赛流程 

1．理论知识考试 

（1）检入 

参赛选手根据竞赛日程安排提前 15分钟前往比赛场地检入报

到，按照抽签确定的工位号就座，将身份证、选手证等放在座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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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桌的左上角，以供监考员核对。 

（2）考试过程 

①参赛选手应在试卷规定位置填写姓名、准考证号等个人信

息和答案。开考 45 分钟后方可交卷，考核时间终止时参赛选手应

立即停止答题。 

②参赛选手应遵守考场纪律，服从监考员管理，保持肃静，

不得有作弊行为，违者取消理论知识考试资格。考试过程中如有

问题可向监考员举手示意，由监考员负责处理，涉及考核内容的

不予解释。 

③参赛选手离开考场时，需将试卷连同草稿纸放在桌上，经

监考员确认后离开考场。 

④监考员收齐所有试卷后装袋密封，交由裁判长或负责机器

阅卷的有关工作人员。 

2．实操技能考核 

（1）检入 

参赛选手根据竞赛日程安排于赛前 15 分钟前往检入区检入，

凭参赛证、身份证进入赛场，并按抽签确定的工位号就座，将身

份证和选手证放在座位课桌的左上角，以供监考人员核对。 

（2）考核过程 

①选手在指定文件夹下载赛题，监考员宣读竞赛规则，裁判

长宣布比赛开始，各参赛选手开始竞赛。提前完成竞赛试题的可

举手示意，由监考员确认之后方可离场。期间，参赛选手可休息、

饮水、上洗手间，但其耗时一律计入竞赛时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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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竞赛过程中，参赛选手如有疑问须举手示意，由监考员按

照有关规定及时答疑。如遇设备或软件等故障导致操作确实无法

继续的，经裁判长确认和选手同意并签字后，可启用备用电脑，

由监考员填写情况记录表，并和选手共同签字确认，占用的时间

不计入竞赛时间。 

③参赛选手应严格遵守赛场纪律，服从竞赛组委会的安排和

管理，在指定区域内操作，爱护赛场的设备和器材。不得大声喧

哗，不得跨区域干扰其他参赛选手，如有上述情况并经监考员提

醒后仍然发生，将酌情扣分，情节严重的终止其比赛。 

④参赛选手在比赛过程中不得擅自离开赛场，如有特殊情况，

须经监考员报裁判长同意后作相应处理。如遇身体不适，参赛选

手应及时举手示意，由现场医务人员按应急预案处理。 

⑤在比赛结束前，参赛选手应做好竞赛成果保存工作。结束

指令发出后，应立即停止操作并起立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比赛

时间。 

（3）竞赛成果交付 

监考员负责收取成果文件，参赛选手签字确认后方可离场，

不得将比赛相关物品带离考场。 

（二）本技术文件适用于本次竞赛阶段。 

（三）本技术文件的最终解释权归竞赛组委会。 


